
文化课要求逐年提升，艺考越来越不易考了！

艺体生：拿什么拯救我的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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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成绩达标

差点被文化课拖后腿

在美术生晓梅(化名)看来，
艺考不仅不“省力”，还非常有难
度。

即便是考上了自己理想中
的大学，但一回想起去年的艺考
之路，晓梅依然心酸不已，“美术
集训是真苦啊！一天画图十多个
小时，整天和铅笔灰、颜料打交
道，经常累到胳膊都抬不起来。
忙起来上厕所都要一路小跑，晚
上经常会梦到自己在画画，那段
时间就像是着了魔……”

但由于自己喜欢，晓梅还是
能耐下性子来作画。经过一年多
的训练，她最终通过了美术统
考，但随之而来的文化课学习，
却让这位开朗活泼的女孩犯了
愁。

“回到教室后，第一感觉就
是管理严，自己上课坐不住。”晓
梅说，说实话，她已经有大半年
没接触过文化课了，因此刚开始
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中间缺席
了几轮系统的复习，知识体系
根本构建不起来，心里真的感
觉非常没底。专业课成绩倒是
过关了，最终文化课成绩过不
了的话，前面所有的付出不都
白费了吗？”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像
晓梅这样专业课成绩达标，但
文化课成绩相对弱势的艺体生
不在少数。到了文化课冲刺阶
段，有些艺考生索性“破罐子破
摔”，放弃了对专业课的学习，
最终“万事皆成空”，没有考上
自己心仪的大学。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在每
年的美术生中，将美术艺考当
成升学捷径的学生占绝大多
数，相应地，真正为了追逐美术
梦想的学生还是少数。但艺考
真的是捷径吗？其实并非如此。

“艺考绝对不是捷径，而是
另外一种磨练。”该业内人士
说，以前有学生虽然文化课不
好，但是美术天分挺好，依靠美
术成绩就能上大学。现在形势
变了，文化课和艺考成绩都好
才行，不再像以前那样单一了。

大智教育集团英语研究院
院长刘勤章说，在艺体生培养
中，他们强调“两条腿”走路。首
先，专业课必须要过关，其次，
文化课需要达到省里所要求的
高 考 文 化 课 录 取 分 数 线 。从

2019年，省里对艺考生的文化
课成绩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学
生来讲又是一个新的挑战。举
例来说，以前学理科的艺术生，
考280分基本就能走一个想走
的学校，但现在文化课要求应
该提高到了330分左右，这种情
况下，艺考生更容易产生焦虑。

“专业课与文化课学习的
氛围是不一样的，艺体生怎样
才能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如
何在有限时间内高效学习，学
习过程中如何把握考点，是需
要重视的关键问题。”刘勤章
说。

艺体生也有了

专门的文化指导课

对于艺体生而言，艺术学习
与文化课学习的氛围是很不一
样的，如何保证学生能快速调
整过来？

刘勤章说，大智对学生的
培养、管理有多年经验，其中也
有专门的教学管控系统和教务

管控系统，其核心都是以课程为
中心。“课程设计遵循育人至上、
管理至上、过程至上、流程至上
四大原则，在此前提下研发课
程，比如在艺体生课程标准的
指导之下，研发艺体生文化课
教材，依据艺体生的学习特点，
做出适应他们文化课起点和文
化课学习阶段的课程。”

其中所提及的过程至上，
就包括课程学习、课堂学习，以
及他的成长过程。“在此过程
中，不仅要管控他的外部行为，
还要管控他的思想变化。上课
的时候，有讲师在前面讲课，课
程顾问是全程陪同的。”刘勤章
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
能让讲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另一方面，教学顾问会全面
地了解学生在课堂的表现，便
于在课后做工作的针对性。”

而对于上文提及的“艺体
生文化课起点”，刘勤章解释，
艺体生在进入高三之后，起码
有半年时间不学文化课，此外
还因此错过了一轮复习。“如果
按照正常阶段进行，他们恐怕
复习不完。另外，如果用艺体培
训时候的行为习惯学习，势必
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效率、效果
及学习成绩的要求。依据这几
个特点，大智完全依据艺体生
特点进行课程研发。”

艺考生从艺术专业学习转
向文化课学习，难点在哪里？刘
勤章认为，最大的难点就在于
艺体生习惯上的转化、心态的
转变、行为。拿行为来说，无论
是美术类，还是音乐类，大都是

“站”着的多，学生很难心无旁
骛的坐下、静下心来学文化课。

“这可能学生不是有心为之，但

他在行为动作的结果上却带来
了客观上的管理难度，所以能
做的就是对他的行为、习惯、心
理进行疏导。”

“举例来说，对于手机的管
理，大智要求是非常严格的，进
校要把手机交到教学顾问手
中，一周中不能带手机，其间有
任何情况，家长可以直接与教
学顾问联系，等回家才把手机
发给学生。比在学校更严格。”
刘勤章说。

家长要做好后勤保障

还要当好心理辅导员

众所周知，根据教育部要
求，近年来，艺术类专业文化录
取控制分数线不断提高。山东
2019年2月出台的《山东省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
生工作实施方案》明确：2020年
美术类、音乐类、书法类文化课
录取控制分数线提高到普通本
科线的70%。文学编导类、播音
主持类、摄影类文化课录取控制
分数线提高到普通本科线的
85%。

2021年美术类、音乐类、书
法类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提
高到普通本科线的75%。文学编
导类、播音主持类、摄影类文化
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提高到普通
本科线。舞蹈类、影视戏剧表演
类、服装表演(模特)类文化课录
取控制分数线仍然按普通本科
线的65%划定。

不难发现，山东2020届艺考
生面临的，不仅是新高考政策带
来的变化，还有文化课录取成绩
不断提升的现实。艺考将越来越
不易考了。“就目前而言，准备参

加2020年高考的艺体生和家长
都比较焦虑。”刘勤章告诉记者，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其中包括两
类学生：

一类是文化课成绩比较好，
对专业课也感兴趣，学起来相对
比较容易；另一类是高中文化课
基础相对较差，学专业课就是为
拿文凭上个本科。

“艺考统考之后，还要参加
春节之后的校考，再去准备文化
课的时间就相对较短，学生复习
起来就不从容了。”刘勤章说，对
于这两类学生，大智有两种不同
的管理方式。对于文化课相对较
差的艺体生，除有专门的班课课
程，他们还针对相对较弱学科进
行1对1辅导，确保艺体生能在专
业课过关的前提下，不至于因为
一个学科的问题，而使文化课成
为学生上学的障碍。

“艺体生过来培训的100多
天，我们大概会分成三个段，第
一个段就是艺体生习惯的养
成，第二个阶段就是文化习惯
的养成阶段(净化心灵阶段)，
第三个阶段就是文化提升阶段
(传授技能阶段)。”刘勤章说，
这样就能让他们有阶段侧重地
管理学生，让学生从适应、接
受，到提升，最终培养起学生综
合的应试能力。

据一位教育专家介绍，艺考
生备战文化课，一方面需要其自
身付出和学校给力，另一方面还
需家长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家
长要当好心理辅导员，先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给孩子传递正能
量。此外，家长还需要提前熟悉
相关政策，这样才能在必要时给
出学生建设性意见，指导学生做
好志愿填报等工作。”

在很多人眼中，艺考或许是一条上大学的捷径，但随着近年来的政策调整，艺考越来越不容易考了。
山东2019年2月出台的《山东省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工作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到，2020年美术类、音乐类、书法类文

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提高到普通本科线的70%；文学编导类、播音主持类、摄影类文化课录取控制分数线提高到普通本科线的85%。这也
就意味着，艺体生一方面要学好专业课，另一方面还需取得更高的文化课成绩，如何更好地“两条腿”走路？记者进行行了调查采访。

在济南市凤歧路上的一家艺术培训学校里，近千名来自全省各地的美术生在集中培训。

美术特长生们每天都要历经十五六小时的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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